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張
介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時，指香港回

歸後依賴中國內地，經濟發展原則及定
位與新加坡愈來愈不同，惟吸引高質素人
才是維持競爭力關鍵，呼籲政府提高大學經
費，設立人才雙向流通機制。

生活成本高 15年後恐失優勢
張介坦言香港貧富差異大，但要重新檢討

高地價問題已很難，貿然壓低樓價只會對整
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他建議港府設立人才
雙向流通機制，讓低收入人士「帶㠥福利」
到生活成本較低的內地或海外城市，同時允

許生產力高的高端人才在港居留，為香港創
造長遠競爭力。
張介稱，香港的大學現時吸收不少內地或

國際優秀學生，但長遠來看，政府還需投入
更多資源協助就業及提升工資水平。「若非
拿到可與投行工作相比擬的薪金，很難在香
港達到尚可的生活質素」，假如在港專才收入
高不過生活成本，他不認為15年後香港還能
保持優勢。

勿盲從新加坡 宜順應市場
新加坡經濟騰飛，國企角色功不可沒。新

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
力研究所所長陳企業接受本報專訪時稱，不
認為香港應套用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近年積
極推動產業發展，吸引國際醫藥公司設廠，
又把沒落的造船業轉型為鑽油台業，保持發
展工業推動經濟增長，相形之下，陳企業不
看好香港工業前景，指產業如何轉移「非香
港能決定」，相反香港應「看到自己經濟腹地
裡有什麼優勢，然後順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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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新加坡裔副教
授曾淵滄接受本報專訪時，直言香港從未
算是國際金融中心，不僅外匯交易量甚
低，英語優勢亦喪失。他又指香港過去一
直靠中國維生，「朝鮮戰爭時靠走私盈
利，後來中國改革開放，才逐漸成為金融
中心，成為中國走向國際的跳板」，不過
仍看好香港再繁榮20年。

質疑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他表示，1971年美國結束金本位時，新

加坡就設立亞洲美元結算，今日外匯交易

已是香港很多倍。他認為唯有外匯、黃金
及大豆買賣才算國際交易，而港交所多是
中資股票掛牌，外資企業只屬零星點綴。
他亦表示，背靠祖國的優勢足以令香港吸
引大批國企上市，新加坡股市從來沒有、
也沒可能與香港競爭，笑言「一流企業來
香港，二流企業去新加坡」。

嘆港人少講英文
曾淵滄指出，在香港，除老外和精英外

「聽不到英文」，相反新加坡連「清潔工和
街市阿姨」也講流利英語，令外國人覺得
很方便。來港20餘年的曾淵滄對新加坡模
式讚不絕口，但認為香港沒可能仿效新加
坡，例如港府若要像新加坡般推出公積金
(CPF)，「民眾就會說是官商勾結，逼你
投資」。他亦不贊成香港增建居屋，指香
港半數是私人業主，增推大量居屋，只會
壓垮地產。

新加坡智庫發展遠較香港成熟，港大經
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陶志剛教授接受
本報訪問時稱，香港完全有能力仿效美國
或新加坡，成立附屬於高等院校的政府管
理學院，利用「一國兩制」優勢，匯總政
治、人口政策、經濟等各方人才，就重要
議題出謀劃策，最後交由立法會或民眾選
擇。他多次強調，「民主需要各種不同的
聲音，及其背後的嚴謹研究」。

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有何分別？陶志剛
形容，學術研究猶如製藥，政策研究如同
醫生給病人看病，後者須綜合運用各方知
識。但兩者亦有聯繫，看病時發現新病，
會推動製藥，製藥做得好，看病能力就更
強。

經費支援不足 輕視政策價值
現時香港較出名的智庫僅有中央政策研

究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經綸國際經濟
研究院及部分大學研究所，政府雖有經費
支持，但金額偏低，且多以學術價值而非
政策重要性作評核，不利於吸引人才從事
政策研究。
陶志剛稱，新加坡智庫研究與政府主導

模式密不可分，政府決策須慎重聽取智庫
意見以確定方向。反觀香港倡導自由經
濟，政府內部沒強大智囊團，唯有依靠薄
弱的民間智庫出主意。他感慨金管局前總
裁任志剛早前提出解除聯匯時，未輔以大
量精準數據，令說服力大減，又以美國聯
儲局為例，反問記者「伯南克手下有多少
經濟學家在為他做精確的研究？」

新加坡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經濟發展倚賴輸入外勞，但
同時產生本地人與外來人口對立的社會問題。總理李顯龍（見圖）在
上月國慶演說中，特別提及民間「仇外」情緒增加。他承認，外來移
民漸增確實對社會、經濟及教育等造成影響，但強調「排外」有損新
加坡的國際形象，呼籲民眾包容。
不少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埋怨移民搶走飯碗，又指他們推高樓

價、令基建設施飽和。移民急增亦對當地教育帶來沉重負
擔。根據去年數據，大學本科生中多達18%為海外學
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印度及其他東南亞國家。雖然尚
未超出政府規定的20%上限，但已足夠令本地學生抱怨
連連。
李顯龍強調，為本地生而設的大學學位近年已有增

加，留學生增加並無剝削本地學額。有分析認為，政
府應增加本地生學額，但須小心思考增加多少，以免
超出就業市場所能容納的數量。

星移民增仇外升溫

李顯龍籲包容

星洲有本難念的經
新加坡經濟出現放緩跡象，衰退風險增加，加上官員受賄醜聞、通脹加劇、貧富懸

殊等，均令執政人民行動黨備受壓力。

－高官貪污醜聞 反對黨在去年國會大選獲歷史性突破，今年6月星前民防部隊

總監林新邦被控接受性賄賂，成為當地20年來最大宗高級公

務員貪污醜聞，衝擊獨大多年的行動黨。

－外勞爭議 新加坡520萬人口中，逾1/3為外國勞工，鑑於有民眾不滿外勞

搶走工作，政府7月起調低企業可僱外國勞工比例，並將推出

新措施提高半技術移民的質素。

－年輕人「上車」難 儘管星政府嘗試通過收緊移民政策，及增推組屋為樓市降溫，

但很多年輕人仍因樓價較父輩時高出太多感到困擾。

－對沖基金行業萎縮 新監管條例或大幅提升成本，導致總值530億美元(約4,110億

港元)的對沖基金行業萎縮。

－人口老化 美國銀行年初報告指，2010年新加坡人年齡中位數是37.6

歲，但到2020年將升至43.1歲，人口老化問題比鄰近東南亞

國家嚴重得多。

「兩小龍」排名鬥一番
項目 調查機構 香港排名 新加坡排名

經濟自由度 美國傳統基金會 1 2

經濟自由 加拿大費沙研究所 1 2

全球最佳機場 Sky Trax 3 2

營商便利 世銀轄下國際金融公司 2 1

全球競爭力 世界經濟論壇 9 2 

城市競爭力 《經濟學人》智庫 4 3

當年與香港並稱「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如今平均國民收入已達先進國家水平，正

謀求新發展策略。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港人近10年貧富差距惡化，工資增長亦遠遜新

加坡。香港與新加坡素有瑜亮情節，香港應否借鑑新加坡模式、如何借鑑，兩地學者各

抒己見。但無論是建立人才雙向流通機制，還是發展民間智庫，當務之急始終是提升核

心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易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2011年全球智庫報告》顯

示，亞洲首30個智庫中，

新加坡佔4席，李光耀公共

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及南洋

理工大學拉惹熱南國際問題

研究所更位居前10，相反

香港唯一入圍的經濟研究中

心僅排23。新加坡國立大

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

競爭力研究所所長陳企業指

出，香港智庫發展較晚，建

議港人多研究如何「中國

化」，認為提升國家認同至

關重要。

新加坡建國47年，負責

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的本土

智庫已十分成熟，研究涉及

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領

域。約70%智庫由政府出

資，其餘則與民間合資，研

究經費由影響力決定。陳企

業負責的亞洲競爭力研究所

每年獲資助250萬坡元(約

1,582萬港元)，相比其他智

庫已算較少。

「國家認同很重要」
陳企業稱，港英時代香港沒自治權，

故缺乏民間智庫，回歸至今仍在摸索階

段。他建議港人多研究如何「中國

化」，相信香港作為國際城

市，只要鎖定目標，定

能吸引研究人才。

「研究香港如何更中

國化很有價值。因

為香港是祖國一部

分，港人的國家認

同、身份定位很

重要。」

陳企業指新加

坡政府對民間智

庫一視同仁，關鍵

在政策是否可行。他舉

例說，新加坡民間慈善機

構連氏基金早前建議政府提供免

費學前教育，並設立專門部門

統籌規劃，最終獲接納，證明

民間智庫同樣有影響力。

「港發展有賴智庫支持」

曾淵滄︰香港可再繁榮20年

港
須
提
升
國
家
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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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經濟

及工商管理學院

院長張介教授接

受本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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